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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 109 學年度教案示例 

 (特殊教育) 

  特殊需求  領域(  生活管理  科目) 

主題/科目 

單元名稱 
家庭暴力防治-最熟悉的陌生人 設計者 國立南投特教王柏元 

實施對象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高職部學生 總節數 共 3  節，_150_分鐘(連續) 

融入領域方式 

■單一領域 

□跨領域 

領域名稱：特殊需求 

科目名稱：生活管理 

教學設計動機與理念 

 學生於特殊需求領域中，包含家庭關係與自我保護的學習主題，其中進階的學

習內容即包含家庭暴力的自我保護與求助，透過家庭暴力相關防治概念的課

程，期許學生能辨識家暴樣態。 

 對於家庭暴力有許多常見的迷思，當中包含對施暴受暴者性別的刻板印象、

施暴者受暴者性別氣質的錯誤期待及傳統性別角色上的刻板印象，各個向度

的迷思及誤解讓家庭暴力的法律概念時常被模糊焦點，似乎以刻板印象及不

符社會期待的性別氣質或分工，就能合理化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嚴重性，將家

庭暴力轉為私領域的議題著實讓受害者持續處於無法被看見與取得資源的處

境中。 

 在諸多迷思中對於家庭暴力中的男性受暴者更是尤其苛刻，在傳統的性別刻

板印象中要求男性要堅強及陽剛等，讓男性受暴者難以求助及被看見，且對

於男性身體與性別氣質的偏見，也常讓身體暴力在男性身上成為一個無所謂

的議題，甚至是言語暴力造成的心理傷害，期許透過家庭暴力中迷思的破解，

讓學生了解無論任何性別都不應接受暴力對待，且都應勇於阻止及揭發。 

 融入學生喜愛的動畫卡通畫面，擷取其中符合家暴樣態的劇情及示例，連結

學生生活經驗同時，提醒學生提高對家暴樣態察覺的敏感度。 

學生能力分組依據 

 本課程分組上以學生認知能力及所需肢體協助作為分類依據： 

H：經口頭或示範提示能完成指令。 

L：需要部份或大量肢體協助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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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便教師及協同人員執行提示及協助，座位安排應將 L 組學生置於靠近講

臺或協同人員，亦請考量輪椅生

視線(如頸部低張力應安排教室

偏後方座位)。 

 建議 L 組學生可隨教師教室佈

置安置於教師易親近位置，且視

線能及教師投影幕為主進行安

排即可。 

核心 

素養 

總綱 

核心素養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索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

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品德、公民意

識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務。 

領域 

核心素養 

 特生-A-B2 透過各類科技、資訊或媒體，獲得家庭、學校與社區生活所需的  

          相關知識與技能，以增加社會參與、資源運用機會，及提升自我 

          倡導、自我實踐的能力。 

 特生-A-C1 理解及遵守家庭、學校與社區生活之規範與禮儀，並展現自我管 

          理、自我調整、自我倡導的，並透過社會參與接觸或關心公共議 

          題，以增加公民意識與責任。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特生 2-sP-14  

接受自己的性別氣質，保護自己並尊重

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特生 2-sP-15  

辨識家庭暴力、性騷擾、性侵害、性霸

凌等行為，並能自我保護及求助。 

特生 3-sA-2  

依需求善用社區資源。 

性 

平 

議 

題 

適 

切 

融 

入 

學 

習 

重 

點 

學習 

主題 
性平議題實質內涵 

科技、資訊

與媒體的性

別識讀 

性 U7 批判科技、資訊

與媒體的性別意識形

態，並尋求改善策略。 

學習內容 

特生 I-sA-1 家庭成員間適當的互動方

式。 

特生 I-sA-3 性別多樣性的認識與尊重。 

特生 I-sA-4 親密關係建立、發展、結束

過程中的風險與自我保護。 

性別權力關

係與互動 

性 U11 分析情感關係

中的性別權力議題，

養成溝通協商與提升

處理情感挫折的能

力。 

性 U12 反思各種互動

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教學 

資源 

教材來源  自編講義、網路影片、衛福部保護司、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教學設備 
 電腦、投影設備、音響設備。 

 L：特製輪椅、擺位椅、加大握筆器。 

其他資源 

 教師可搭配平板電腦協助腦麻學生或姿勢固定之輪椅生視覺學習。 

 搭配使用各式溝通輔具(點讀筆、溝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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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組別 領域學習目標 性平學習目標 

H 
 能在提示下辨識家庭暴力的行為。 

 能促進學生自我決策及自我倡議的動機。 

 能學習尊重他人，並覺察因性別刻板印象

或傳統性別分工造成的權力不對等。 

 能熟知遭遇家庭暴力時，權利救濟的管道

與程序。 
L 

 能在協助下辨識家庭暴力的行為。 

 能促進學生自我決策及自我倡議的動機。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A：紙筆測驗 B：觀察評量 C：實作評量 D：指認 E：口語問答 F：其他：   

支持程度 ˇ：獨立完成 Δ：協助完成(EX：口語/姿勢/示範/肢體) ○：完全協助完成 

評量標準 5：100%~90% 4：90%~80% 3：80%~70  % 2：70%~60% 1：60%以下 

增強系統 

 使用代幣制系統。 

 [家庭守護者] 設計盾牌的貼紙樣式，學生透過收集貼紙換取獎勵，以盾牌做為設計主

題，符合本課程家庭暴力防治的精神，幫助學生進行家庭守護的意象聯結。 

 

 

     

 

 

 

 

 

 

 (個人集點卡簡易示意圖。) 

 

 

 

 

 

 

 

 

 

 

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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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 

準備活動-[守護每一個家] 

 

(一) 以衛福部家暴防治影片-守護每一個家，引起學生注

意，初揭家庭暴力輪廓。 

 

(二) 教師說明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規定，家庭暴力

指的是「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

擾、控制、威脅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1)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議題。 

(2) 並非僅有身體上的侵犯才算家庭暴力。 

(3) 詢問學生印象中的家庭暴力意象？ 

(4) 詢問學生覺得施暴者跟受暴者的性別印象？ 

(5) 討論覺得發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有哪些可能？ 

 

(三)說明家庭暴力並不是家務事，每個人都有責任避免這

樣的事情發生，並預告今日要認識家庭暴力的樣態

並破解常見的家暴迷思。 

 

 

 

 

發展活動-[認識家庭暴力樣態] 

(一) 認識家庭暴力的類型-肢體暴力。  

 

 

5 分鐘 

 

 

 

 

 

 

 

8 分鐘 

 

 

 

 

 

 

 

 

5 分鐘 

 

 

 

 

 

 

 

 

 

 

 

 

 

 

 

 

 

8 分鐘 

 

 

 

 

 

 

 

 

 

 

 

 

 

 

 

 

 

 

 

 

 

 

 

 

 

 

 

 

 

 

 

 

 

H L 

BCE BCD 

/4 Δ/3 

H L 

※可使用各類家庭暴力

宣導影片，此部分只是

引起動機及揭開主題，

可至性別平等全球資訊

網搜尋推薦影片。  

 

 

 

 

 

 

 

 

 

 

 

 

 

 

＊家庭暴力的樣態分類

並無一致的標準，在搜

尋的過程中有各種分類

依據，教師可選擇適用

學生能力程度的分類即

可。 

 

 

 

 

 

 

 

 

 

＊可以就小新頭上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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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體上的攻擊或虐待。 

(2) 濫用親權管教過當。 

(3) 軟禁、強迫等妨害自由行為。 

(4) 劇情討論：蠟筆小新中的美冴攻擊。 

 

 

 

 

 

 

 

(二) 認識家庭暴力的類型-言語/精神暴力。 

(1) 言語上的攻擊或羞辱。 

(2) 心理虐待如跟蹤、竊聽、冷漠等。 

(3) 不實指控或控制操縱等。 

(4) 劇情討論：灰姑娘中的後母與繼姊妹 

 

(三) 認識家庭暴力的類型-經濟暴力。 

(1) 不給生活費。 

(2) 過度控制家中經濟分配。 

(3) 強迫借貸或作保。 

(4) 劇情討論：小丸子總是想盡辦法跟媽媽要錢。 

 

 

 

 

 

 

 

 

 

 

 

(四)認識家庭暴力的類型-性暴力。 

   (1) 性騷擾、性侵害或性虐待。 

 

 

 

 

 

 

 

 

 

 

 

 

8 分鐘 

 

 

 

 

 

 

 

 

 

 

8 分鐘 

 

 

 

 

 

 

 

 

 

 

 

 

 

 

 

8 分鐘 

 

 

 

 

 

 

 

 

 

 

 

 

 

 

 

 

 

 

 

 

 

 

 

 

 

 

 

 

BDE BD 

/4 Δ/3 

H L 

BDE BD 

/4 Δ/3 

H L 

BE BD 

/4 Δ/3 

H L 

的腫包舉例，補充說明

若造成身體上的傷害是

否還能算是正當管教作

為討論。 

 

 

 

 

 

＊與學生討論灰姑娘的

故事情節中有哪些遭

遇，漠視、強迫做家事、

言詞羞辱、偏袒和控制

軟禁等樣態作為討論依

據。 

 

 

 

＊可藉機和學生討論認

為一個學生的零用錢應

該要領多少才算合理。 

 

 

 

 

 

 

※女地漢考克童年時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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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逼迫迎合性幻想。 

   (3) 強迫觀看色情媒材。 

   (4) 劇情討論：航海王-女帝漢考克的童年。 

 

 

 

 

 

 

 

 

 

發展活動-[最熟悉的陌生人] 

(一) 教師使用學生熟悉的卡通動畫人物，和學生討論當

中的家暴樣態屬於哪一類型。 

(二) 逐一呈現下列動畫人物，並請學生討論當中主角遭

遇的故事屬於何種類型的家庭暴力，並適時給予增強

回饋。 

 

(1)火影忍者-我愛羅：我愛羅因身體內封印著擁有強

大力量的尾獸守鶴，因而遭受同族人懼怕，從小便

被家人孤立及漠視。 

 

 

 

 

 

(2)航海王-妮可羅賓：父親過世後母親獨自在外

探索歷史，被母親寄養於舅舅家中，然而卻被其

一家人嫌棄。 

 

 

 

 

 

 

 

(3)長髮公主：長髮公主遭養母以保護之名，長期

 

 

 

 

 

 

 

 

 

 

 

 

 

 

 

 

 

 

 

 

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BE BD 

/4 Δ/3 

H L 

BDE BD 

/4 Δ/3 

H L 

BDE BD 

/4 Δ/3 

H L 

人口販運後被迫進行登

台表演及遭到性侵，此

部分包含性剝削議題，

教師可就學生使否接觸

相關課程或後續課程是

否涵蓋與否，於此處進

行彈性運用。  

 

 

 

※低組學生多半屬口語

能力有限，在教學時，可

請教師助理員協助低組

學生使用圈叉牌或各種

指認方式參與回答有獎

徵答，擴展及提高低組

學生的參與方式應是在

整堂課的每一個段落都

該執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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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錮於森林中的一座高塔之中… 

 

 

 

(4)多啦 A 夢-胖虎：搭乘時光機到未來時，發現

喜歡霸凌別人的胖虎，在街上被老婆毆打… 

 

 

 

(5)我們這一家-花媽：花媽不給橘子跟柚子零用

錢，也不讓他們買喜歡的東西，總是用怒吼的方

式說家裡沒有錢… 

 

 

 

(6)蠟筆小新-野原廣智：小新家的美冴媽媽都掌

管著家中的經濟大權，野原廣智雖然是主要經

 

 

 

 

 

 

 

 

 

 

 

 

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BDE BD 

/4 Δ/3 

H L 

BDE BD 

/4 Δ/3 

H L 

BDE BD 

/4 Δ/3 

H L 

 

 

 

 

 

 

 

 

 

 

 

 

※除了圖片上呈現的訊

息外，也可當場請學生

檢視自己身上、教師身

上有哪些與性別有關的

符號或配件。  

 

 

 

 

 

 

 

※使用動畫和卡通時，

有些原作脈絡並非真正

涉及家庭暴力，例如此

處的花媽，惟教師可於

教學時為增加學生動機

和樣態理解，對原動畫

內容進行誇大解釋，亦

可先和學生說明課程內

容與原作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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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來源但還是只能拿到微薄的零用錢… 

 

 

 

(7)火影忍者-鹿丸：木葉忍者村第一軍師的鹿

丸，在家中還是會時常因為各種小事遭到老婆

手鞠的毆打，也不敢跟好友們說出實情… 

 

 

 

 

 

 

 

 

 

(8)鬼滅之刃-累：身為十二鬼月中下弦之五的

累，以殘酷壓迫的手段控制著家人，要求家人為

自己做許多壞事，如果不服從就會遭到累殘忍的

虐待… 

 

 

 

 

 

 

 

 

 

 

發展活動-破解家庭暴力迷思 

透過常見的幾種家暴迷思，與學生討論與當代社

 

 

 

 

 

 

 

 

 

 

 

 

5 分鐘 

 

 

 

 

 

 

 

 

 

 

 

5 分鐘 

 

 

 

 

 

 

 

 

 

 

 

 

 

 

 

 

 

 

 

 

 

 

 

 

 

 

 

 

 

 

 

 

 

 

 

 

 

 

 

 

 

 

 

 

BDE BD 

/4 Δ/3 

H L 

BC BD 

/4 Δ/3 

H L 

BDE BD 

/4 Δ/3 

 

 

 

 

 

 

 

 

 

 

 

 

 

 

 

 

 

 

 

 

 

 

 

 

 

 

 

 

 

 

 

 

 

 

 

 

 

 

 

※與一開始的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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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學生經驗的對照性，並破除迷思傳遞正確的

家暴防治概念。 

(一)只有女生會成為家暴受害者嗎？  

(1)討論剛才介紹過的人物中，有哪些角色是男性 

  但也同時是家暴受暴者。 

(2)觀看影片-家暴實驗，了解一般大眾對男性受暴

者的敏感度低落。 

連結-https://www.youtube.co 分鐘/watch?v=nK9K 分

鐘 kGXiJs 

 

(3)呼籲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分男女都一樣需要我們

協助，即便是男性也會從家庭暴力的創傷中留下

陰影，無論是誰都需要我們的挺身而出。 

 

(二) 被家暴的人為什麼不逃走，自己也要負責任。 

(1) 以前段的蠟筆小新-野原廣智及鬼滅之刃-累討論受

暴者不會離開家庭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2) 家暴者會因為各種因素或牽掛而無法離開家暴情

境，可能是親情的牽掛或是懼怕遭到報復都有可

能。 

(3) 澄清沒有人喜歡被家暴，受暴者有其限制其困難

而難以離開家庭，不應因此而檢討受害者。 

 

 

 

 

 

 

 

綜合活動-家庭守護者 

 

 

20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H L 

BC BD 

/4 Δ/3 

H L 

BCE BC 

/4 Δ/3 

作為對照，常見的家庭

暴力宣導或防治媒材皆

以女性受暴者出現頻率

較高，在這個段落除了

進行迷思破解之外，也

呼籲學生了解無論生理

性別為何都因尊重他

人，禁止暴力，也從這個

段落指出看見男性(童)

身體保護的重要性。 

 

 

 

 

 

 

 

 

 

 

 

 

 

 

※每一位家暴受害者無

法離開家暴情境的原因

都不一樣，在這邊以前

面討論到的兩個樣態做

為討論只是要呼籲看見

多樣性與差異，並非指

出唯一的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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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製盾牌教具，針對本單元活動所談到的幾個重

要觀念再次整理並強調,並透過請學生區辨是否為家

暴樣態的方式，幫助學生吸收與記憶。 

(一)發下自製盾牌教具(圖卡或舉手牌)。 

(二)說明教師會出示數個情節，請學生認為是家暴

樣態的話就舉起手中的盾牌表示需要守護。 

(三)教師可自由設計提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EX: 

(1)小美因為成績不好，每天都被媽媽處罰不能吃晚餐。 

(2)爸爸被欠下賭債的媽媽逼迫去銀行貸款借錢還債。 

(3)美珠在家裡常被老公逼迫穿上美少女戰士的衣服活

動。 

(4)小蔡因為不小心弄髒了哥哥的鞋而被綁起來用水管

打。 

…………………… 

 (四)教師依據學生回答適度給予增強，內容包含

正反例並再次強調或澄清樣態的異同。 

 (五)最後預告下周的課程會聚焦在遇到家庭暴力

時的求助方法，讓手中的盾牌更有效用。 

------------------課程結束-------------------- 

 

延伸課程-家暴糾察隊 

本課程設計以學生生活經驗中的動畫卡通故事，幫助學

生了解家庭暴力的樣態，而相關的影音媒體中仍時可見

到類此情節持續上演，結合課程上的設計提高學生對家

庭暴力樣態的敏感度後便可安排學生於日常生活中進行

批判及檢視接觸到的媒體素材。 

 

學習單設計的構想建議： 

設計一：請學生回家與家人觀看類戲劇或動畫卡通時，

進行一周的連續紀錄，內容是否包含今日課程上提及的

樣態，並於課程時間中進行討論。 

設計二：請全班票選最想討論的一部動畫作品，教師進

行專題探討，找出動畫中可能隱含的家庭暴力議題與學

生討論。 

設計三：以課程中介紹的四個家暴樣態作為主軸，請學

生分別舉例符合樣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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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教師可自行列舉

簡易樣態作為活動設

計，可融合學生生活經

驗或新聞時事。 

 

 

教學回饋（自行斟酌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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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家庭暴力的完整概念難以在三節課的時間中完成教學，本課程設計旨在認識家庭暴力

的樣態，並且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並且能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的常見媒體中虛擬人物作

為示例，藉以提高學生對家暴的敏感度，去看見平常習以為常的故事情節及卡通內容

可能都涉及了家暴的議題在其中，然而家庭暴力最重要的概念還是在於求助管道的了

解及有能力構得，在提高了區辨能力及敏感度後，如何再以更精心更符合學生活經驗

的方式幫助學生學習求助管道及方法可能又是另一項重要的議題。 

另也嚴加建議因家庭暴力的議題較為敏感，本課程內容皆以虛擬人物作為案例討論，

即使對照及回顧學生自身與社區經驗在特殊教育的教學中是重要的，但此主題仍不建

議教師透過活動設計使學生於課堂上曝露家暴經驗。 

教學 

提醒 

類

化

學

習

設

計 

每一堂課的綜合活動都有建議的類化學習活動，而因單元主題的連貫性，在此也建議

其他教學這還有下列方式可以設計及安排： 

(一)盾牌增強系統的使用： 

呼應增強系統的設計，可使用此設計貫穿此單元或後續可能設計的家庭暴力其他

面向，強調盾牌代表的守護及防治的意象。 

(二)生活中的虛擬人物檢視： 

若教學上許可，建議可於課程後安排以學生喜愛的虛擬人物為主題，讓學生直接以

進行指認及分析虛擬人物隱含的性別意象，鼓勵學生突破性別的限制。  

(三)前次課程重點複習： 

因認知嚴重缺損學生對於課程內容容易忘記，建議教師依據自己的教學進度，於每

堂課發展活動前，進行前次課程重點的複習，提高及貫徹課程間的連結度。 

學

生

偶

發

狀

況 

 學生具情緒及攻擊性行為時，應避免學生自傷或傷人，宜先以正向行為支持方式，

邀請學生休息等待。 

 亦可配合課程主旨進行機會教育，說明暴力是不受歡迎的，不管在家庭、社區或是

學校中都要有避免及禁止使用暴力的認知。 

協

同

人

力

安

排 

 班上 L 組學生為需要肢體協助之學生，若班上有教師助理員時，可協助 L 組學生

參與課堂活動。 

 建議邀請 OT、PT、ST 於課堂前及課堂上進行能力評估及活動設計，尤以 L 組學

生的參與方式(如:擺位、溝通板、輔具的設計)，若可行的話亦可邀請協同教學。 

其他 

 同時與協同人力達成共識增加學生自我決策能力是重要的，提醒協同人力等 L 組

學生表達選擇後再進行教學協助。 

 因 L 組學生多需肢體協助，在進行肢體協助時，提醒協同人員還是須在執行前進

行知會及預告接著要進行的動作，尊重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尊嚴。 

 


